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瓶装饮用水可能污染途径之研究

方月华 　邓志豪

(澳门卫生局环境及食物卫生部 ,中国 澳门)

　　随着都市化的发展 ,以及使用上的方便 ,瓶装饮

用水的使用日渐为人们所接受。

本研究旨在了解澳门地区公营部门中瓶装饮用

水的微生物学质量 ,以及了解到瓶装饮用水在经过

饮水机后之水质变化 ,以初步探讨其影响因素。

1 　材料及分析

111 　对象　经饮水机后采取之冷、热水 ,及同品牌

未开封之原瓶饮用水。

112 　研究方法 　随意选取 11 个公营部门 ,每部门

至少取 6 个采样点 ,经同 1 瓶装饮水机后取冷、热水

样本 ,并依照澳门卫生局环境及食物卫生部指引壹 :

“一般性食物及水样本抽验指引”程序 ,按无菌操作

要求进行取样。同一饮水机采水点抽取同一品牌未

开封之原瓶饮用水作对照样本进行检验。

利用电子温度计 TC1100 测量储存瓶装饮用水

地方之环境温度、放置瓶装饮水机之环境温度、分别

由瓶装饮水机所抽出之冷、热水水样之即时温度。

同时 ,对瓶装饮水机的卫生保养情况作出调查 ,内容

包括饮水机之清洗习惯、清洗间隔时间及清洗方法

等。

使用标准方法[1 ]以检测反映瓶装水质特性之项

目 ,包括嗜温菌总数 (20 ℃及 35 ℃) 及霉菌总数 ,以

及易由水媒体传播粪性污染之肠道疾病指标 ,包括

大肠菌群、粪性大肠菌群、埃希氏大肠杆菌及粪性链

球菌 ,其他如绿脓杆菌、霍乱弧菌、沙门氏菌等致病

菌亦被作为检测指标。水质评估采用英国自动贩卖

协会 (Automatic Vending Association of Britain) 对水质

自动贩卖机之指引中水质之定义作分级标准。[2 ]

113 　统计方法 　以 SPSS715 统计软件进行资料管

理及分析 ,当中 ,独立变量用 Chi square test 进行分

析 ,个别例数少者则以 Fisher’s exact test 代替之 ;而

连续变量则利用 ANOVA 及 t 检测方法。

2 　结果

211 　水样的卫生质量结果 　本次调查共涉及能顺

利完成上述采样过程的 71 个采样点 ,每一个采样点

各收集得原瓶装水、热水及冷水样本 ;除个别样本

外 ,所抽取之水样以一供应商所提供之品牌为主。

21111 　原瓶饮用水水样 　结果显示 ,所收集得原瓶

饮用水水样之外观均表现良好。从整体评估可见

(表 1) ,96 %的原瓶饮用水水样符合饮用标准。

21112 　由饮水机所采集之冷、热水水样 　于饮水机

所收集之水样样本中 ,热水水样之满意率为 69 % ,

冷水水样的满意率仅为 48 % ,满意率的下降相当明

显 ( P < 0101) 。当与原瓶饮水水样比较时 ,经饮水

机后提取水样之水质满意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,

冷水水样水质的不满意情况更为明显 ( P < 0101) 。

表 1 　原瓶饮用水、热水及冷水之整体评估结果 ( n = 71)

原瓶饮用水 热水 冷水

满　意 n , % 68 (95. 8) 49 (69. 0) (1) 34 (47. 9) (1 ,2)

不满意 n , % 2 (2. 8) 22 (31. 0) (1) 36 (50. 7) (1 ,2)

不接受 n , % 1 (1. 4) 0 (0. 0) 1 (1. 4)

　注 : (1)与原瓶饮用水水质比较 , P < 0101 ; (2) 与热水水质比较 , P

< 0101。

　　细菌性指标项目之分布情况 ,原瓶饮用水之嗜

温菌总数检出对数均值为 01124 ±01608 logCFUΠmL

(20 ℃)及 01192 ±01757 logCFUΠmL (35 ℃) ;大肠菌群则

在 1 样本中被发现 ,其余霉菌和致病菌均未检出。在

热水水样中 ,嗜温菌总数检出对数均值为 21486 ±

11245 logCFUΠmL (20 ℃) 及 21521 ±11247 logCFUΠmL

(35 ℃) ;霉菌则于 1 样本中被发现 ,大肠菌群和致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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菌均未检出。而在冷水水样中 ,嗜温菌总数检出对

数均值为 31084 ±11167 logCFUΠmL (20 ℃)及 31118 ±

11149 logCFUΠmL (35 ℃) ;大肠菌群、霉菌总数及绿脓

杆菌分别于 2 个、4 个及 1 个样本中被发现 ,其余致

病菌则均未检出。另一方面 ,单从饮水机抽取之水

质卫生质量 ,只有 32 台饮水机所收集之冷热水水质

均属于满意程度 ,其满意率仅达 45 %。

212 　影响水质之变项因素

21211 　水样温度 　测量瓶装水存放地方之平均温

度为 (2219 ±311) ℃。当中 ,仅 19 %的样本被存储专

用存放瓶装水的房间 ;45 %的样本则被发现与其他

日用品共同摆放 ;其他则随意摆放。在存放温度与

环境的不同条件下 ,受检之原瓶饮用水水样之微生

物变量值并没有显著变化 ( P > 0105) 。至于饮水机

之水质与温度变化情况 ,热水水样之平均温度为

(7515 ±812) ℃;而冷水水样之平均温度则为 (1117

±517) ℃。虽然经饮水机后抽取之冷热水水样之大

肠菌群及霉菌总数与温度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 ( P

> 0105) ,但嗜温菌总数与水质温度呈负相关关系

(γ= - 01228) ,且统计上差异呈显著性 ( P < 0101) 。

21212 　更换消耗的间隔时间 　消耗一瓶瓶装饮用

水的时间平均为 312 ±219 d ,其中 40 个采样点

(58 %)一般均在 2 d 或以内消耗 ,整体而言 ,消耗间

隔与受检之冷热水样之微生物变量值并没有显著关

系 ( P > 0105) 。

21213 　饮水机之清洗习惯 　42 个采样点 (59 %) 之

饮水机均有定期进行清洗 ,清洗间隔之中位数为 7

d。当中 ,24 个采样点 (60 %) 每周内均有对饮水机

进行清洗工作。以饮水机是否定期清洗 ,对嗜温菌

总数、大肠菌群、霉菌总数作出比较时 ,均未发现其

存在统计上差异 ( P > 0105) 。对经定期清洗饮水机

后所采集的热水 ,以 7 d 为界线分 2 组进行比较 ,其

水质之满意率 ,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 ( P > 0105) ;同

理以 7 d 为界线将经定期清洗饮水机后所采集的冷

水分 2 组进行比较 ,其水质之满意率 ,差异亦不存在

明显性 ( P > 0105) 。

澳门供排水规章中嗜温菌总数的指标值为 100

CFUΠmL ,
[3 ]从表 2 得知 ,36 %有清洗习惯及 31 %没

清洗习惯之热水 ,19 %有清洗习惯及 17 %没清洗习

惯冷水嗜温菌总数值分布在 100 CFUΠmL 以内。整

体来说 ,以有或没有清洗习惯作变项 ,热水的嗜温菌

中位数分别为 215 ×10
2

CFUΠmL 及 118 ×10
2

CFUΠmL ,冷水的则分别为 112 ×103 CFUΠmL 及 115 ×

103 CFUΠmL。

21214 　清洗方法 　16 个采样点 (38 %) 有定期进行

清洗饮水机之采水点 ,均采用干纸巾或抹布 ,又或辅

表 2 　样品中嗜温菌总数分布情况 %

嗜温菌总数

CFUΠmL

热水 冷水

清洗 没清洗 清洗 没清洗
原瓶
装水

0～10 12 7 5 3 95

11～100 24 24 14 14 1

101～1000 38 31 31 31 0

1001～10000 12 24 26 28 4

> 10000 14 14 24 24 0

分布范围 (1) 0～
812 ×104

0～
618 ×104

5～
810 ×104

0～
913 ×104

0～
519 ×103

中位数 (1) 215 ×102 118 ×102 112 ×103 115 ×103 010

　　注 : (1)每毫升中细菌总数

以蒸馏水或自来水之清水进行清洁 ,另外 ,23 个采

样点 (55 %)用酒精清洁。无论只用纸巾或干抹布进

行清洁 ,以至用清水进行清洁 ,甚或用酒精或洗洁精

进行清洁 ,结果均揭示它们间的嗜温菌总数、大肠菌

群数、霉菌总数差异没有显著性 ( P > 0105) 。

21215 　清洗部分 　在有定期进行清洗之饮水机中 ,

分别以清洗饮水机之接水口、水龙头、整体及其他变

项调查 ,其结果分别为 15、3、21 及 3 个。但无论仅

接水口部分清洗 ,或仅清洗水龙头部分 ,以至整体

(接水口及整个水龙头部分) 的清洗 ,它们间的嗜温

菌总数、大肠菌群数、霉菌总数差异均没有显著性

( P > 0105) 。

3 　讨论

本调查中的原瓶饮用水满意率达 96 % ,而调查

亦同时发现不同的存放温度和环境 ,受检之原瓶饮

用水水样之微生物变量值并没有显著变化。显然 ,

出厂时的产品质量占相当重要的位置 ,因此 ,除应加

强产品出厂时的质量控制外 ,提倡消费者选购有商

誉的产品饮用是必须的。

经饮水机后提取之热水及冷水水样 ,不论是否

有清洗习惯 ,其嗜温菌总数均较原瓶饮用水增加 ,且

其细菌含量的整体评估之满意率亦下降。这说明由

于饮水机内本身不具备过滤及消毒功能 ,在更换瓶

装水时 ,灰尘或一些细菌的二次污染 ,加剧了水样细

菌含量发生变化。

Stelz A 等人调查研究得知 ,静止水在长期存储

下含菌量会上升 ,
[4 ] 而王国和等亦发现不定期清洗

饮水机会使水样含菌量增多。[5 ] 本次调查可见定期

对饮水机清洗对水样的细菌含量变化影响不大 ,究

其原因 ,可能与采样点的饮水机之清洁模式有关 ,由

于各采样点均无相应统一的清洁规范或指引 ,因而

清洁模式因人而异 ,当中方法甚至不能达到有效饮

水机清洁的目的 ,因而直接影响到经饮水机后提取

水样的质量。这同时亦反映在清洗饮水机之不同部

分 ,细菌含量都显示没有明显差异性之结果 ,进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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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比较性研究是需要考虑的。

水质含菌量高或存在一些致病菌 ,对年老、幼儿

或免疫力缺陷之病人有某程度之影响及危害 ,[6 ] ,故

除了确保原水的品质得到保证外 ,经饮水机后的水

质保证亦是不可缺少的。要使饮水机输出之水能符

合安全饮用 ,除温度是影响增长情况之外 (冷水比热

水的总菌数高) ,清洗过程是否依照合规格的守则进

行亦需考虑。按照魁北克省瓶装水协会 (Québec

Bottlers Association)及魁北克省环境部 (Québec Minis2
try of Environment)之建议及 Rutala 等指出 ,蓄水箱应

该每 2 个月用商业用之次氯酸钠 (6 %) ,并以 1∶500

的稀释后清擦保养 ,
[7 ,8 ]籍以消除革兰氏阳性及阴性

细菌。故建议在每部饮水机旁应贴上清洁时间表 ,

并按照正确方法定期清洗饮水机及填写清洗时间 ;

另外定期的保护 ,确保饮水机的运作正常是有必要

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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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部文件
卫法监发[2002 ]92 号

卫生部关于撤销
“常驻青牌免疫胶囊”保健食品批准证书的通知

湖南益阳七仙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:

根据群众举报 ,湖南省卫生厅对你公司生产的“常驻青牌免疫胶囊”进行了监督检查 ,并经国家体育总

局运动医学研究所兴奋剂检测中心检验证明 ,该产品中含有违禁药物“芬氟拉明”、“去乙基芬氟拉明”和“心

得安”。

我部根据《保健食品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,对你公司生产的“常驻青牌免疫胶囊”进行了重新审

查。经审查 ,确认“常驻青牌免疫胶囊”中含有违禁药物“芬氟拉明”、“去乙基芬氟拉明”和“心得安”。

“芬氟拉明”、“去乙基芬氟拉明”和“心得安”是国际奥委会 2000 年规定的禁用药物 ,禁止加入食品。我

部认为 ,你公司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》第九条、《保健食品管理办法》第四条的规定。

现依据《保健食品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,决定撤销你公司“常驻青牌免疫胶囊”的保健食品批准证书

(批准文号 :卫生健字[2000 ]第 0378 号) 。

如不服本决定 ,可以依照有关法律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

二 ○○二年四月八日

—63—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　2002 年第 14 卷第 4 期


